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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讯(蒋传云)为助推霍山更高质量
绿色发展，霍山县委编办坚持政治统领、
党建引领，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以“理顺职责关系、优化机构设置、
提升管理水平”为抓手，推进党建与机构
编制工作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全面激发
机构编制工作新动能。

强化理论武装，筑牢精编赋能“压舱

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
工作条例》，研究制定理论学习年度计
划，坚持“学理论、谋发展、出成效”的
思路，实行每周集中学习制度，结合“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建活动，组
织干部职工围绕大政方针学、聚焦工作实
际学、深入调查研究学，真正做到学懂弄

通做实，努力实现融会贯通，筑牢干事创
业的“根”“魂”意识。

细化职责权限，树牢精编赋能“指南
针”。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持续巩
固深化机构改革成果，严格执行部门“三
定”规定，细化完善权责清单，厘清县乡职
责边界。按照“总量控制、全县统筹、动态
调整”的思路，坚持“瘦身”与“健身”相结

合原则，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向经济发
展、民生事业和基层一线倾斜；以创新手
段破解改革难题，统筹推进改革与管理等
各方面关系，实现编制配置“因地制宜”，
编制使用“精准滴灌”，确保“编尽其用”。

深化作风建设，固牢精编赋能“稳压
器”。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
续推进作风建设，聚焦主责主业，研究制
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修订完善

“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安全保密、公文、印
章、财务管理等近20项规章制度，认真履
行“一岗双责”；在春节、端午、中秋等重要
时间节点，向干部职工发送加强作风建设
和反腐倡廉提醒提示，增强党员干部廉洁
从业、拒腐防变能力，筑牢全县机构编制事
业高质高效发展的战斗堡垒。

党建引领促“精编赋能”
本报讯(记者 张世巧 通讯员 张晓兰)为进一步推进困难群众

救助惠民政策更好落到实处，裕安区按照“一张清单管制度”、“一个平台
管发放”的程序，精准高效、序时足额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截至7月
底，累计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17546.51万元，享受补助70251人次。
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长效机制。裕安区将民生资金保障及管理发

放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布署工作。明确“乡镇
管录入,部门管审核，财政管资金，银行管发放”的管理机制和“谁审
核，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原则，不断夯实责任，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严格发放程序，强化群众监督。按照申请、评审、审核和公示等程
序，精准识别确定受助人员，实时进行动态调整；按照资金发放时限，
完成受益对象造册、审核、公示、数据库信息维护等流程，确保程序公
平公开公正，资金发放准确及时高效。借助镇村公开栏、民生工程宣
传栏、政府网站等平台，及时长期公开受助人员相关信息；设立意见
箱、监督服务电话，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安全
运行、公开透明。

扩大政策宣传，提高惠民实效。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条幅、发放
宣传单、广播播报、开展板凳会、进村入户走访等宣传方式，扎实做好
线上线下民生实事政策宣传，进一
步拓宽宣传渠道，营造浓厚氛围，提
高群众民生工程政策知晓率和参与
度，提升民生获得感、幸福感。

裕安区：

扎实推进困难群众救助政策落地

裕安民生

本报讯(张来俊)残疾儿童辅具适配是“困难残疾人康复”民生
实事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够促使残疾儿童在适宜辅具的帮助
下，进一步增强生活自理能力及康复训练效果。8月4日上午，安
徽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肢体康复部刘卫斌主任来到霍山县残疾人
康复中心开展儿童评估工作。

评估现场，刘卫斌一对一详细询问了孩子的病史和生活情况，细
致地为孩子们进行功能评定检查，认真检查每位儿童残疾状况，科学
评估儿童站立、行走等功能，填写辅具适配评估表和矫形器处方表，在
充分尊重儿童家长需求意愿的前提下，为儿童量身定做适合其自身条
件的辅助器具和矫形器，使残疾儿童借助辅具及矫形器能够达到更佳
的康复效果和参与适应社会的能
力，并为残疾儿童制定精准适配及
康复训练方案，做好个性化服务。 残疾人之声

科 学 评 估 + 精 准 适 配
助力康复民生实事提质增效

金寨讯(付言春 闫明星 记者 杨秀
玲)为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金寨县花
石乡围绕养老服务多元化需求，秉持“志愿
互助”工作理念，通过社会筹资、民政资助
等，成立党群互助社和互助基金，开展互助
养老、扶危济困、心灵慰藉等服务，持续发挥
党建品牌效应，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落实落细。

以阵地建设为保障，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花石乡黄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及村两
委通过微信群、QQ群、党员会议等多种形式
宣传动员，召开“扶危济困”互助资金筹集志

愿服务活动。以先锋模范为引领，凝聚多元
共治力量。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号召党员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
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志愿服务
队，广泛开展为老人打扫卫生、理发、送餐、
换灯泡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营造邻里守
望相助浓厚氛围，引领带动群众参与基层治
理。以志愿互助为理念，打造党建工作品牌。
通过开展互助养老、扶危济困、心灵慰藉等
服务，让老人在志愿互助中传递温暖、感受
温情。有效构建“乡+村+组”三级网格制度，
网格员通过每月入户走访和电话问候，了解
掌握老人诉求，做好跟进服务。

霍邱讯(张正武 曾凡诚 记者 徐有亭)
近日，霍邱县长集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
村振兴、民生工程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投入
财政资金130万元，动用各种机械6000台套，
人力1万多人次，用辛勤汗水描绘出干净整洁、
文明有序、幸福美丽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为抓好人居环境整治，该镇利用“村村

通”广播站、移动“小喇叭”、微信公众号等载
体向群众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为全面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全镇党员干部、
乡村振兴工作队、入党积极分子、网格员以及
志愿者等1000余人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群众
满意度明显提升。

同时，该镇还对各村庄内部、路边、河边
的垃圾以及乱堆乱放进行规范处置，紧抓重
点、找准短板，按照人居环境考核标准要求，
明确近期远期整治工作计划，逐一建立人居
环境整改提升清单，闭环管理、限时销号。沟
沟坎坎的陈年垃圾、公共区域的乱堆乱放乱
搭乱建、河塘沟渠的黑臭水体、农村改厕不
能用、不好用等问题都得到有效治理。

在此基础上，该镇把环境整治纳入乡村
治理体系，与乡村振兴超市、“红黑榜”、“美
丽庭院”等评比活动有机结合，各村把维护
村庄干净整洁纳入乡风文明评比内容，进一
步激发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维护人居环境
的长效机制逐步形成。

7月28日，叶集区平岗街道和平村书记张舰和村民在“百姓评理说事点”里唠
家常。如今，这小小的“百姓评理说事点”不仅是村里群众纳凉赏荷的好去处，
也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宣讲法律政策的好场所。
为了将群众矛盾化解在基层，今年以来，叶集区大力推进“百姓评理说事

点”建设，努力将“百姓评理说事点”打造成“社情民意收集点”“矛盾纠纷化
解点”和“法律政策宣传点”，这也是该区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基层社
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据悉，该区目前共建成这样的“百姓评理说
事点”6处，对促进邻里和谐、维护社会安定和提升文明程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袁洁 谢菊莲 文/图

8月6日晚，六安市庆祝第十四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快乐健身·暖民心
行动启动仪式在北塔公园举行。
启动仪式后，进行了健身秧歌、花鼓灯、五禽戏、曳步舞、柔力球、广场舞、街舞等

体育健身项目的展演，精彩纷呈的演出，给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快乐健身的视觉盛宴。
图为六安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选送的开场健身秧歌舞《请到咱们六安

来》。 本报记者 岳阳 文/图

本报讯(程度厚)8月8日，叶集区姚李商会支部全体党员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为引领，赴金寨花石乡大湾村，开展“接受红色教育，见证
大湾巨变”党员主题日活动。

通过实地参观与座谈交流，商会全体党员与部分副会长单位企
业法人一行聆听红色历史故事，了解大湾村沧桑巨变，感受大湾人脱
贫攻坚、穷则思变谋发展、续写乡村振兴的奋斗精神。

近年来，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
村党总支，通过党建引领，示范带动，盘活资源，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

“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结合”旅游扶贫的脱贫致富之路，打造以
公司+茶农发展模式，开辟红+绿旅游通道，精心谋划旅游扶贫旅游
富民篇章，为该村脱贫攻坚旅游扶贫注入“输血”功能与源头活水。据
了解，目前，周边100多户茶
农通过发展优质茶产业脱贫
增收，全村已有400多名群众
吃上“旅游饭”。
在大湾村脱贫致富带头

人汪达海的引导下，大家还
参观了大湾村民俗文化馆。

小小小小说说事事点点 解解决决““大大麻麻烦烦””花石乡：志愿互助强化基层党建

长集镇：积极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畅畅享享快快乐乐健健身身

大湾之行受教育

2022年7月14日，我随市绿色发展研究会第一
课题组的几位朋友，到霍山县东西溪乡杨三寨调研
考察山寨旅游项目。

上午8点多，我们一行5人离开县城。途中，驾
驶员小杨告诉我们，车上中控台上显示车外温度41
度。

车行到杨三寨山脚下。刚下车，热浪扑面而
来。虽然是高温天气，但是已经来了，上山是必须
的。

杨三寨村支部书记潘家政在前面领路。由于杨
三寨旅游开发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走了20多米木栈
道之后，就进入了由雨水冲刷形成的羊肠小道。在一
个坡度并不大的下坡道上，由于脚下石子打滑，一个
趔趄，我直接摔坐到地上。潘书记拉起我说：“小道上
小石子和沙多，下坡容易打滑。你用脚横斜着走就行
了。”一试，果然很灵。登山，我又学了一招。

不一会儿，山道变得险起来，山壁的一边是仅
有不足一尺宽的岩石可供落脚，另一边则是深深的
山涧。我们只能用双手扶着石壁，小心地走过。有
的路段坡度达60度以上，行走十分艰难。很快，山
林间的闷热和爬山的劳累，使我们额头上、脸上和

脖子上，滚下豆大的汗珠，上衣很
快就湿了。

这里也有“一线天”景点。我
们一只手抓住山壁上刚修建好不久
的铁索，一步一步攀登，才到达
“一线天”的中间处。抬头仰望，
只能看到百丈山壁之间的一线天
光。没想到，刚才还热得快喘不过
来气的我们，在这里却被穿缝而过
的清凉山风，吹得爽到了极点。

趁我们歇息的机会，潘书记给
我们讲起了杨三寨神奇的传说。

相传明朝初年，这座山上有户
杨姓人家，三子叫杨三。杨三自小
顽皮，不听话。由于贫穷，家里经
常吃山崖上的山韭菜充饥。杨三长
大后，身材魁梧，天生神力，但脾
气倔强，经常顶撞娘亲。一次放羊
时，杨三看到一只母羊躺在一个山
洞的地面上，几只小羊羔双膝跪在
地上吸吮乳汁。杨三看到后，被羔
羊跪乳的场面所感动。从此彻底改
变了对娘亲的态度，十分孝顺娘
亲，母子俩相处和睦亲近。有一年
夏天，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杨三
的娘不慎落入洪水之中。情急之
下，杨三运用神力，搬起两块房子
般大的巨石，砸到下流的水中，想
阻止洪水冲走娘亲。谁知山洪太
猛，杨三的娘从两块巨石间的缺口
处被冲入下游。杨三一路追踪，追
到东南方向接壤的舒城一座山上，
观看洪水流向，但始终不见娘的踪

影。洪水过后，杨三来到下游的河滩上扒石寻娘，
终于在一处河滩上扒到了娘的遗体。于是，杨三醒
悟羊羔跪乳的山洞和杨三救母寻母的地方，被当地
百姓起名为小羊跪乳洞，还有母子洞、石砸河、望
娘山、扒娘滩、现娘滩(现两滩已淹没在龙河水库
下)。杨三因娘不幸去世，自责没有救下娘，悲伤过
度，一病不起。家人就用山韭菜给他喂食。没想到
杨三不久居然恢复了元气，活了下来。从此，杨三
的孝义故事成为远近闻名的神奇传说。救活杨三的
山韭菜也被当地人称为“神韭菜”。

过了“一线天”不久，山路更为险峻。陪同我
们一道调研考察的霍山县政协张主任一再劝阻，说
天气太热，山路太险，我们要保障你们的安全，今
天不能登顶了。我们不忍拂了他一片关爱之情，同
意不再登顶，但却提出一个要求，一定要亲眼看到
这山寨上的“神韭菜”。潘书记一口应允。于是我
们跟着潘书记来到一处山壁的南边。这里的坡度已
有70多度，我们只能靠双手抓着石壁上的石头，一
点一点移动着往上爬。很快，潘书记指着我们头顶
上几米处的山崖说，那几丛就是“神韭菜”。我在
潘书记的帮助下，更加小心地往上一点一点地移

动，离“神韭菜”一米多时，我停了下来。只见山
崖边的石头凹处长着几丛“神韭菜”。让我吃惊的
是，在连续半个多月的高温晴热的天气下，长在向
阳山崖处的“神韭菜”，竟然是郁郁葱葱的样子，
在阳光的直射下，没有一点蔫巴的迹象。我惊奇不
已，是大自然赋予了它什么样的基因，才使它在神
奇的夏日迎着烈日酷暑，冬天顶着凛冽寒风顽强地
生长着？就生长环境而言，山民称它为“神韭菜”
也是名副其实。我小心地把身体贴稳在山崖石块
上，用手机拍下了“神韭菜”原生态的生长环境和
生长状态。
回到较平缓的山道，我的衣衫尽湿，一口气喝

下半瓶矿泉水，给自己降温压惊。
返回的路上，潘书记告诉我们，2019年，全国

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收集了全
国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5 . 2万份，经各省推荐，农
业农村部组织专家评定，评选出10个具有重要利用
价值的优异资源，“霍山县杨三寨神韭菜”名列第
七，是安徽省唯一入选的。

历史上“神韭菜”的传说，竟被现代科技专家
所证明，那传说该是怎样的一种神奇啊！“杨三寨
神韭菜”是大自然馈赠给杨三寨的一个传奇。

潘书记还告诉我们，为保护、开发和利用“杨
三寨神韭菜”，2020年开始，村里组织村民上山，
将山崖上的“神韭菜”每丛分一半挖出，留下一半
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里继续生长。村里将挖下山的
“神韭菜”集中栽培在山下新开辟的保护区域内，
等它开花结果，果实成熟后，将种子送到有关蔬菜
种子繁育基地育苗，再将育成的小苗移回到村里的
“神韭菜”种植基地。目前，2亩多的“神韭菜”
长势良好。村里还规划发展到100亩，并开始积极
申报“霍山县杨三寨神韭菜”地理标志商标。“霍
山县杨三寨神韭菜”及其制品、文创产品等注册商
标，已经申报到国家商标局，正在审核之中。嗨，
这深山里的村书记有这样的见识和远见，真让我刮
目相看。

随后我想，杨三寨“神韭菜”这种特有的高度
耐旱、抗高温、耐寒、耐贫瘠等生物基因是极为罕
见的。如果将其基因片段，运用“基因剪刀”技
术，接入我国广为种植的农作物之中，极有可能创
造出适合广大干旱、贫瘠等地区种植的农作物新品
种。如果这项科研项目能够成功，这将是杨三寨
“神韭菜”的一个巨大贡献。

“霍山县杨三寨神韭菜”已经引起县、市领导
的关注和重视，杨三寨的旅游开发也开始提速。

我相信，在杨三寨村村民、市县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努力和支持下，“神韭菜”这种近乎万分之一
的优异资源，一定会得到充分的保护、开发和利
用，前景将十分远大和光明！

我相信，“霍山县杨三寨神韭菜”一定会演绎
并创造出新时代的一个新传奇！

这，将会是杨三寨的第三个传奇——— 杨三寨村
乡村振兴的传奇。

舒城县境内的万佛山，素有小黄山
美誉，风光秀丽旖旎，尤以怪石飞瀑称
奇。分布在山峦涧壁间的20多条清泉
瀑布，形态各异，雾气蒸腾，其中清凉
涧景区范围的“半天阳瀑布”，更是独
具特色，引人入胜。

“半天阳瀑布”，位于通往万佛山
主景区公路的边缘，因山高林密，阳光
只有到了中午，才能照射在瀑布上，故
得其名。它虽在明显处，却因游人大都
乘车一往经过直奔主景区，而往往被忽
视冷落。

但“半天阳瀑布”从未叹惋过，也
从未计较过。喧闹也罢，静寂也罢，它
总是那么满怀激情地飞扬着、挥洒着，
在这山野一隅坚守成一幅壮观的图画。
凝望时，让你不由自主地感觉：它似乎
是位大彻大悟的智者，超然、淡泊、豁
达。

前年4月，我驱车百余公里，来到
“半天阳瀑布”的脚下，仔细瞧它，约
60米高的崖顶窄而平缓，山体流水汇
集至此拥挤着，白而发亮，一股一股
的，沿石壁而下。

稍下处，有一石突兀而立，几股水
顺着垂流，似飞珠溅玉，飘逸潇洒；如
巨幅挂毯，美轮美奂。突兀石头旁边的
水流则径直而下，嬗变成薄薄的纱，轻
轻的雾，纷纷扬扬地播洒着清凉。

瀑流落下的石壁，倾斜着、舒缓
着，水也不再急促，涓涓细流犹如长蛇

漫游，沿着花岗石的节理纹路，亲吻着
绿苔植被潺潺流淌着……

引颈仰望“半天阳瀑布”，我触景
生情，想到曾经游览过的其他地方瀑
布，如果把誉满中外的贵州“黄果树瀑
布”蔚为壮观的飞流直下形容为大家闺
秀，那么将“半天阳瀑布”小家碧玉似
的灵秀隽永喻为山野村姑，则再恰当不
过了。

此时的我，被美妙的水滴声韵包裹
着，被瀑流播洒的雨丝淋浴着，被和煦
的春风吹拂着，“吹面不寒杨柳风”，
大自然真是个神奇的艺术殿堂，“半天
阳瀑布”的瀑流，便是这个殿堂中不知
疲倦的歌者，歌咏着永远的天籁绝响。

走向“半天阳瀑布”，目睹大自然
的壮丽，心灵多了一道道思索的雨帘。
在这里，观赏瀑流，体会赏心悦目；呼
吸水气，感受清凉清新，一扫数月阴
霾，让精神得到洗礼净化，心一下子轻
松清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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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三 寨 ”的 传 奇
周 钢

金寨讯(吴继利)在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七
夕节里，金寨县斑竹园镇桥口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为老人们送去丰盛的节日大餐。

一大早，罗会生、徐其武、吴永胜等12对金
婚、银婚夫妇受邀走进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志愿者们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糖果、香茶、鲜
花等，还请来摄影师为老人们定制纪念相册。
老人们在活动大厅跳完集体舞，即席而坐。大
家畅谈爱的故事，回忆走过的风雨历程，新旧
对比，热情歌颂新时代幸福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斑竹园镇高度重视发展老人事
业。创办了医疗养老为一体的老年康养中
心，提升老年学校建设并被评为省级示范
学校。镇关工委为“五老”人员提供休闲、娱
乐、学习场所，重阳节、国庆节、春节等节点
开展慰问老干部活动。长岭关、金山等4个
行政村开办老年食堂，为老人提供5元午
餐。镇志愿服务中心为60岁以上老人免费
理发、缝补、送棉鞋等，把党和政府的关爱
倾注给老年群体。

斑竹园镇：银发老人忆风雨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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